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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伟 肖华
本报通讯员 李茹

“邮农场的服务专员把每亩地该打多
少克药、配多少水，还有具体怎么打药都
讲得可明白啦！”4月10日，在东昌府区梁
水镇张樊村，村民张庭利站在邮农场“互
联网+农业”示范田前，兴奋地向记者展示
手机里的托管记录。张庭利笑着说，“我
加入邮农场后，邻居们看到效果好，也都
纷纷跟着加入了。”

智慧平台 创新服务体系

“邮农场”是聊城市邮政公司为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新时代农业发展打造
的智慧农业服务平台。该项目以村级服
务专员为桥梁，整合大数据、农技专家以
及农资企业的资源，为农户提供涵盖种植
方案制定、田间巡查、技术指导、农资优
选、土地托管等在内的一站式种植科技及
托管服务，真正做到了智慧农业服务的全
覆盖。

“我们公司的邮农场项目，在当地已

经运行五年了。这五年间，累计服务面积
达到12.43万亩。我们免费为农户提供科
学的种植方案和专业的农技服务，还提供
质量可靠的农资产品，让农户再也不用担
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聊城邮政东昌府
区分公司邮农场项目组负责人高忠宝介
绍。

记者了解到，聊城邮政东昌府区分公
司邮农场自 2019 年底启动试点以来，目
前已在东昌府区的15 个乡镇开通服务。
三级服务体系队伍不断壮大，现已拥有
近80 人的专业服务队伍，累计服务农户
会员耕地12.43万亩。

便捷系统 解决种地难题

在田间巡查的东昌府区梁水镇邮农
场村级服务专员樊瑞河向记者展示了智
慧农业系统的便捷之处：“现在农户通过
手机 App 就能收到施肥、打药等农事提
醒。此外，如果遇到作物病虫害问题，还
能在线问诊，专家在半小时内会给予回
复。”

“一村一专员”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

农村科技服务缺失的难题，还通过组织化
托管服务，缓解了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困
境。

每天去示范田巡查，通过村里的喇
叭和微信群给大家做施肥、浇水、打药等
农事提醒，这就是服务专员樊瑞河的日
常工作内容。“我干邮农场工作已经五年
了，农户们都很信任我。我去农户的田
地里查看墒情，一旦发现病虫害，就及时
联系专家解决，让那些在外打工回不来
的农户没有后顾之忧。麦田出现问题
时，我能当场给庄稼‘问诊’。这五年，很
多农户外出打工回来看到庄稼长得好，
都特别满意。我会继续把这份工作做
好。”樊瑞河调出张庭利家的地块信息：

“这片麦田 pH 值 5.6，每亩需要增施 2 公
斤有机肥。”精准的数据管理让在场的农
户纷纷点头称赞。

精细安排 打破对接瓶颈

高忠宝介绍，在农忙时节，邮农场项
目组制定了详细的会员服务计划和流
程。从套餐肥配送、施肥提醒、浇水提醒、

打药提醒，到试验田产量对比、农事托管
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服务安排。邮农
场以合伙人模式确定每个村一名专员，以
专员为纽带，对内与村内小农户对接，逐
步开展土地托管，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
来；对外与农机合作社合作，充分利用先
进的农机设备。通过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降低了成本，切实解决了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对接难的问题。

“以前买化肥得骑车到镇上，现在在
手机上下单，肥料就能直接送到田头。
专员还会帮忙卸肥料，而且可以飞防打
药。一站式服务全搞定，这种半托管模
式正好满足了农村老龄化背景下的种植
需求。”农户樊继伟告诉记者，现在用手
机扫码就能查看检测报告、生产批次等
信息，从源头上杜绝了假劣农资流入农
村。

截至目前，聊城市邮政公司邮农场项
目已设置镇级经理 98 名、村级专员 984
名，累计服务会员示范田达 399844 亩。
经实际测产，邮农场的示范田相较于对照
田，亩均增产 80—150 斤，部分地块增产
幅度可达300斤。

示范田里的“增收密码”
——聊城邮政“邮农场”智慧农业服务平台赋能乡村振兴走笔

■ 本 报 记 者 董金鑫
本报通讯员 魏蕾

4月14日，记者在茌平区韩屯镇的鑫
益民中药材种植基地，看到一片热火朝天
的农忙景象。4 台起垄机整齐作业，所过
之处泥土被均匀地翻起、打碎，重新排列成
一道道整齐的田垄。不远处，20多名工人
分散在田间，有条不紊地进行丹参栽苗作
业。

“机械化起垄让土地‘一次成型’，效率
比传统人工提升 5 倍，这 100 亩地 10 天就

能完工。”种植户田超一边指挥着工人作
业，一边向记者介绍，言语间满是对今年收
成的信心。

一直以来，传统单一的粮食种植模式
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限制着土地经济效
益的提升，农民们辛勤劳作，却难以实现收
入的大幅增长。而如今，他们合作社创新
性地采用“粮药轮作”模式，彻底打破了这
一困局。

“我们通过合理规划，充分利用土地
的基础肥力。第一年种植粮食作物，让
土地的基本养分得到充分利用。第二

年种植中药材，挖掘土地的额外潜力，
实现了土地利用的最大化。”田超进一
步解释说，这种模式不仅让土地得到了
更科学的利用，还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
益。“现在实行‘粮药轮作’后，每亩纯收
益能达到 3000 多块钱，几乎实现了翻倍
增长。”

为确保中药材科学高效种植，韩屯
镇政府邀请农业专家到田间，为种植户
开展系统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土壤
改良、种苗培育、病虫害防治等。在销售
渠道拓展上，镇政府还借助多家电商平

台搭建线上销售通道，使本地优质中药
材直达各地消费者。目前，全镇已发展
玄参、金银花等中药材种植面积 1000 余
亩，解决周边 300 余个闲置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与药企深化
合作，发展‘订单种植’，继续推广‘粮药轮
作’模式，提高土地效益。建设产地初加工
车间，延伸产业链条，让‘苦药材’真正变成
群众的‘甜产业’！”韩屯镇副镇长谷凡斌
说。

“粮药轮作”实现一田双收
本报讯（通讯员 万金 彭振林）“学校食堂的食材采购渠道是

否正规？食品储存条件达标吗？”4月14日，阳谷县十五里园镇纪委
工作人员深入十五里园镇中学，对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展开细致检查，
确保师生安全用餐。

为了给师生营造安全、健康的用餐环境，十五里园镇纪委聚焦校
园食堂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询问师生等方
式，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影响师生用餐安全
的问题。

这是十五里园镇纪委加强民生领域监督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该镇纪委紧盯重点民生领域，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养
老服务、食品安全等，开展“小切口”精准监督，推动办成了一批群众可
感可及的实事。同时，聚焦“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陈规陋习等方面，
常态化对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作风、履职尽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突
出问题导向，加强分析研判，推动民生领域问题整治走深走实。

十五里园镇

紧盯民生领域做实监督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 通讯员 付磊）4月10日下午，东昌府区
柳园街道举办首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案例大赛暨“柳园20 品”发布
会。

大赛通过成果展览、案例展示、专家点评等形式集中展现了近年
来柳园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果。

“柳园20品”是柳园街道与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江
苏师范大学）、全国百强社工机构乐仁乐助合作的成果结晶，包含3
种治理模式、5个工作法、12个攻坚克难案例。“柳园20品”为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指南，让治理更有温度、服
务更有精度、发展更有力度。

柳园街道

举办首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案例大赛

本报讯（记者 刘晓伟 通讯员 岳彩尧）4月10日上午，一架载
有800公斤农药的AS350B3E“小松鼠”型直升机从莘县大王寨镇腾
空而起，标志着该县采用飞机施药技术防控春尺蠖的攻坚战正式打
响。此次飞防行动覆盖大王寨镇、王奉镇、张鲁回族镇全域及魏庄镇
部分区域，防治总面积达10万亩。

此次飞防行动选用高效低毒农药，通过直升机旋翼产生的下压
气流将药液均匀喷洒至林冠层，极大提升药剂覆盖率和防治效率。
为确保作业质量，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业团队全程跟踪监
测，实时检查树木着药率，动态调整用药量，并对漏防区域实施补防，
全力保障防治效果。

下一步，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强化全县林草有害生物动态
监测，结合虫情研判适时开展防治，并探索生物防治等绿色技术，推
动林草资源综合效益持续提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莘县

开展春尺蠖飞防行动

本报讯（记者 赵琦）4月14日，记者从冠县崇文街道了解到，该
街道组织开展关心关爱重点优抚对象健康体检活动，为90名伤残军
人、“三属”人员、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进行免费体检，以实际
行动落实优抚政策。

体检现场，医护人员认真细致地同重点优抚对象进行交流，了解
他们的身体情况。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医护人员有序为重点优抚对
象完成血压、心电图、肝肾功能检测等9项基础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
向他们提供个性化保健建议。

此次健康体检活动的开展，既让重点优抚对象及时掌握自身健
康状况，更通过“体检车上门+全流程陪护”的创新服务模式，传递党
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关怀，全力营造尊军崇军的社会氛围。

崇文街道

拥军优属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王莹 孙海岩） 4月10日，在临
清市金郝庄镇陈官屯村的小广场上，经典京剧剧目轮番上演，吸引了
周边众多村民前来观看。

此次送戏下乡活动是金郝庄镇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之
一。该镇通过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不仅激发了群众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丰富了农村文化生
活，增强了乡村凝聚力，对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郝庄镇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瑜琪表示，下一步，该镇
将继续创新思路，组织开展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将
更多优秀文化作品送到基层，积极营造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文化氛
围，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金郝庄镇

送戏下乡润民心

4 月 13 日，在东昌府
区沙镇镇大张村，翻耕后
的新土与拖拉机、菜苗、田
埂等构成了一幅美丽清新
的春耕田园画卷。

当前正是春耕春种时
节，我市各地农民抢抓农
时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

■ 张振祥 呼静茹

■ 本 报 记 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张凯

4月12日，在东阿县陈集镇李庙村的
葡萄大棚内，葡萄种植户李田清正通过
手机操控着棚内的水肥一体化设备，为
葡萄施肥浇水。

李田清从2008年开始种植葡萄，十几
年下来，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过去，葡
萄大棚何时浇水、施肥、通风都凭经验，管
理一大棚葡萄需要一家人齐上阵。如今，

果农坐在家中，只需轻点手机软件，就能知
晓大棚温度、土壤湿度，轻松完成浇水、施
肥等操作。

葡萄产业是李庙村的特色产业，为推
动产业提质增效，该村成立了葡萄种植专
业合作社，按照“科技赋能、发展特色”的
思路，大力推广应用生态环保水肥一体化
技术，为葡萄生长打造精准的“营养套餐”，
实现了科学种植和可控化管理，消除了种
植户的后顾之忧。

目前，李庙村已建起葡萄大棚 130 余

座，通过采用高效种植技术和科学管理措
施，可比普通葡萄提前35 天上市，亩产均
在5000斤以上，亩均效益2万元以上。

产业更兴旺，环境更美丽。李庙村
投资 1600 余万元积极建设省级“美丽乡
村”，大力发展休闲采摘观光农业，实现
了村庄的绿化、硬化、美化和亮化，让村
民切实感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高品质生
活。

科技助农开启乡村振兴“新引擎”。
近年来，陈集镇以科技兴农、品牌强农

为支撑，充分发挥葡萄产业优势，全面
整合资源，推动现代设施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
力。

陈集镇乡村振兴办公室副主任牛伟
表示，陈集镇积极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打造智慧数字葡
萄园，优化软件系统平台，增添专家远程
会诊、销售数据收集功能，努力将科技优
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和经济优
势，以提高农业产业效益。

温室葡萄“吃”上营养套餐

4月12日，冠县兰沃乡后王羡村梨园内，果农正在开展人工授粉
工作。兰沃乡梨树种植历史悠久，目前，全乡梨种植面积1.7万亩。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